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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内河联网计划及其面临的问题

周海炜,唐晟佶

(河海大学 商学院, 南京 211100)

摘要: /内河联网计划( NRLP)0是印度为解决水资源问题而建立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计划。现阐述了印度内河联

网计划的目标规划及进展,介绍了该计划的管理体制与印度水政策。由于该计划规模庞大,涉及南亚半岛诸多河流

的水资源调配和开发利用,因此其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资金压力、国际跨界河流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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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tional River Linking Project in India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

ZH OU H ai2w ei, T ANG Sheng2ji

( Business School of H ohai Univ ers ity , N anj ing 211100, China)

Abstract: "National River L inking P ro ject ( NRLP) " is a larg e2scale hydraulic eng ineering pr oject to r educe the persistent w ater

sho rtag e pr oblems in India. In this paper, the tar get planning and prog ress o f NRLP w as descr ibed, and the management sy st em

of this pro ject and w ater po licy in India w as int roduced. Due to the larg e scale of the project, it inv olv ed the deployment and ut i2

lization o f water resources in many rivers of South Peninsula, therefor e sever al problems ex 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2

ject such as the funding str ess,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r ansboundar y r ivers, and ecolo g ical envir onmen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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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印度的水资源量占世界总量的 4% , 而人口占世界总人

口的 16% ,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, 同时,由于水资源分布时空

不均,印度部分地区已经产生了水资源短缺的危机。因为仅

靠建设大坝蓄水的方式不但会引发水利工程重建和移民安

置问题,而且也不能实现对水资源有效控制, 因此跨流域长

距离调水成为印度解决水问题的主要手段。印度自独立以

来水利发展迅速,在解决水问题和水管理上的思路和做法方

面积累了诸多经验, 该国水利部于 1980 年提出, 通过河流联

网的方法把水资源从水量丰富的流域调往缺水流域, 即/ 内

河联网计划0 ( Nationa l Riv er L inking P roject, 简称 NR2

LP) [1]。该计划是印度为解决水资源问题而建立的一项大型

水利工程计划,但是, 由于该计划涉及到南亚水系的水资源

分配和布局,其影响和产生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认识和研究。

1  NRLP 建设规划基本情况

1. 1  NRLP 的总体目标

印度一直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造成的水资源

压力。虽然该国还有大约 6 000 亿 m3 的水资源亟待开发,

但这些水资源主要分布在一些水量过多的流域, 缺水地区对

水的需求问题仍然无法解决,因此跨流域调水成为印度解决

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。

早在 1972 年,印度当时的灌溉部长 K. L. Rao 提出修建一条

2 640 km 的渠道来连接恒河和卡佛里河; 1980 年,印度水利

部提出了 NRLP计划, 其基本目标是保证印度的粮食产量和

水安全,解决现存和将来可能发生的水资源供需不平衡问

题,从整体上促进印度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平衡各区域的

增长。

1. 2  NRLP 的建设方案

NRLP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跨流域调水工程, 其规模在世

界上也无先例,据目前估计 ,通过流域内调水可以补充缺水

地区水量 12 000~ 14 000 亿 m3。按照这一计划, 印度水利

部门拟在 10 年内将全国主要河流联成网络进行水量的统一

调配, 共修建 37条引水主干渠道(总长约 900 km,配套水渠

总长 12 500 km)、32 座拦河大坝和数百个蓄水库[ 2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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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RLP 计划由印度南部的半岛水系开发和印度北部的

喜马拉雅水系开发两大部分组成,最终再通过连接恒河与布

拉马普特拉河,将两大水系连为一体, 见图 1 和表 1。半岛水

系的特点是季节性河流多,其开发计划是通过河流自流进行

跨流域调水,提水高程不超过 120 m, 共有 16 处河流连通;喜

马拉雅水系的特点是常年流量多, 其开发设想是在印度、尼

泊尔和不丹共享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主要支流上修

建一系列水库和连通渠系, 实际上是印度的/ 北水南调0工

程,共有 14 处连通。喜马拉雅水系因其水量大、水能资源丰

富而成为 NRLP计划中的开发重点。NRLP计划在 2035 年

完成半岛水系连通, 2043年完成喜马拉雅水系连通。

图 1 印度主要水系及内河联网工程示意图[ 2]

Fig. 1  Schemat ic diagram of the major river sys tems and

nat ional river linkin g project in IndiaSource: Nat ional

Water Developm ent Authority ( NWDA)

表 1 NRLP 涉及的主要印度水资源信息

Table 1  T he w ater resources inform at ion in major rivers

related to NRLP Source: India Cent ral Water C ommission ( CWC)

河流

水资源

总量

( T RWR)

/ 109 m3

可利用

地表水

资源

/ 109 m3

地表水

资源

总量

/ 109 m3

潜在可利

用水资源

( PUWR)

/ 109 m3

PUWR

占 T RWR

百分比

( % )

恒河 525. 0 250. 0 172 422 80

布拉马普特拉

河- 梅格纳河
585. 6 24. 0 36 60 10

哥达瓦里河 110. 5 76. 3 41 117 106

奎师那河 78. 1 58. 0 26 84 108

默哈讷迪河 66. 9 50. 0 17 66 99

讷尔默达河 45. 6 34. 5 11 45 99

高韦里河 21. 4 19. 0 12 31 147

塔菩提河 14. 9 14. 5 8 23 153

资料来源: 印度水利事务中央委员会

1. 3  NRLP 的进展

1982 年印度成立国家水资源开发管理局( NWDA) , 对

NRLP 开展前期可行性研究, 例如半岛水系的水资源优化配

置研究和喜马拉雅水系的开发研究。1999 年印度成立了一

个国家检察委员会( NCIWRDP)来验收 NWDA 的研究报告。

2002 年,印度最高法院受理了一桩民间对 NRLP 的诉讼,诉

状引证了印度总统在同年 8 月 14 日提到河流连结成网络的

必要性并呼吁探讨适宜的方向, 最高法院最终于 2003 年正

式宣布将原计划日程修改为 2007 年加快启动工程建设, 争

取 10 年内竣工, 也就是 2016 年底完成[ 3]。

NWDA 现已完成半岛水系中 137 个流域/子流域的水

量平衡研究、52 个河流改道点和 58 座水库的研究、各个连通

渠道的预可行性研究, 以及喜马拉雅水系中 19 个河流改道

点的水量平衡研究、16座水库的地形研究和 14 条连通渠道

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[ 1]。此外, 最高法院还要求: NRLP 在

网上公开项目资料以供社会各界评价和完善;设立特别工作

组, 处理综合事务使各邦间达成一致; 建立工程融资体

制等[ 4]。

2  NRLP的管理体制与印度的水政策

2. 1  NRLP 的管理体制

印度在调水工程管理上有专门职能机构和明确的分工,

NRLP 中涉及负责水利事务的主要机构有: 国家水资源理事

会(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Council, NWRC)、国家水资源

开发机构( NWDA)、水利部 ( M inistr y of Water Resour ces,

MOWR) , 涉及水事务的其他机构有:农业部、电力部、环境与

森林部、农村发展部、城市发展部等。NWRC 是国家水利事

务的最高权力机构, 负责制定和监督国家水政策的实施, 审

批国家水资源开发计划;国家水资源开发机构负责研究流域

间调水问题;水利部负责制定国家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政策指

南和总体计划[ 5]。而 NWDA 在 NRLP 中扮演了最重要角

色,是由印度中央政府支持并参与其中的一个社团性机构。

NWDA 由社团部、管控部、技术顾问委员会和秘书部四部分

组成,主要负责三种类型的报告: 一是水资源平衡分析报告,

主要估量印度水资源的供需状况; 二是预可行性分析报告,

从理论上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分析; 三是可行性分析报

告,须经调研后得出, 包括土壤和基础设施调查、环境影响评

估等。

2. 2  印度的水政策
1987 年印度国家水资源理事会首次发布了国家水政策,

并于 2002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, 对今后印度的水资源

规划和管理有着长期的指导作用,包括对 NRLP 管理体制的

有效推动,具体体现在: 印度是一个地方政府拥有水资源开

发和管理职责的联邦国家,印度国家水政策强调以流域或子

流域为单元来进行水资源规划,并在考虑了地区或流域需水

量后,按照国家远景规划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, 以解决境内

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。例如:水政策规定在规划中应充

分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在水质和流量的上的可持续利用以

及环境保护;所有的局部发展计划、提议和设想都应包含在

整体规划的框架之内,并且符合现有的流域和子流域发展协

议的原则和宗旨[5] ,这些都给予了 NRLP 在运作方向上的明

确指导。

3  NRLP的效益评估

3. 1  供水效益 ) ) ) 缓解洪旱灾害和水资源短缺
调水工程一般都可以有效地利用弃水, 具有不同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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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防洪作用。NRLP 竣工后, 不仅可以解决南部和东部地

区旱季缺水、雨季洪涝的问题, 扩大可耕地面积, 提高粮食

产量, 而且还能缓解部分城市饮用水短缺状况, 对水污染和

土地盐碱化进行综合治理。每年可向南部和东部缺水地区

输水1 730 亿 m3 , 缓解 598 个县的旱情和 83 个县的涝灾,

增加水浇田3 400 万 hm2 , 解决 150 个县城及首都新德里等

部分大都市饮水短缺问题 , 增加水电装机容量 34 000

MW[ 6]。

3. 2  经济与社会效益 ) ) ) 促进多种行业快速发展
跨流域调水工程对缺水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, 以及对整

个印度经济的宏观布局和优化资源配置都将起到十分重要

的作用。通过有计划地建设长距离调水工程,给缺水地区的

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,大大促进了地区工农业生

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理事

会( NCAER)在 2008 年对 NRLP 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,

从短期来看 NRLP可以增加区域内的就业机会以及带动服

务业、建筑业增长, 中长期来说该计划保证区域内农作物的

灌溉,农业部门将受益最多[ 7]。

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理事会 ( NCAER)用乘数分析的方

法,测算出 NRLP 建设将直接增加 18 个产业部门的资本收

益,该工程除了带动印度的水利、农业等产业外, 还对建筑、

运输、贸易, 甚至一些第三产业有所贡献。NRLP 建成后可

以增加水路通行线路和里程, 促进航运事业发展, 降低运输

成本 ,加强区域经济交流; 也可以把营养盐带入调水体系,有

利于受水区饵料生物和鱼类生长与繁殖, 促进渔业发展 ;还

可能催生野营、钓鱼和游乐园等娱乐项目的建设投资。

4  NRLP 面对的基本问题

NRLP 作为一个如此巨大的水系联网计划必然需要大

量的投资、出现众多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问题, 而且其中一

些问题已经超出国界。

4. 1  巨额财政支出问题
许多发展中国家因重修、运行、维护旧的水利基础建设

工程而面临着巨大财政支出的问题,而 80%以上的水利投资

都是来自于公共基础建设资金。NRLP 计划总预算投资高

达 1 100 亿美元, 占 2001 年印度 GDP 的 23% ~ 40% , 是自

1950 年以来所有灌溉支出的 2 倍, 是 2002 年税收收入的

21 5 倍, 这让公共财政赤字和债务累累的印度政府倍感压力。

NRLP 投资将持续 10~ 15 a, 每条河流的改造和连通的费用

取决于河流的长度[ 8] , 而且随着时日的增加, NRLP 的成本

也会随之上升,待项目建成后, 后期的运行和维护将又是一

大问题。

4. 2  跨界水管理问题
跨流域调水一直是世界各地水资源管理的一个组成部

分,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利用、分配不均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

冲突不可避免。国际河流的合作管理最常见的是由两个或

两个以上的国家共享跨界水域, 共同发展经济, 将责任分配

到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,共同对基础设施进行维

护、降低成本以及提高规模和范围[10]。印度河、恒河、布拉

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均是印度的跨界国际河流, 且这几条

河流的水资源占印度水资源量的 631 3% [11]。因此, 跨界国

际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 NRLP面临是一个突出问题,影

响到境外国家水资源的可利用量、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

福利。

例如,印度在 NRLP 计划中将截流印孟共享水资源, 这

会给下游孟加拉国带来大面积干旱和粮食短缺, 引起海水倒

灌和土地盐碱化。孟印两国原本就存在政治和经济利益冲

突, NRLP的实施可能将矛盾进一步激化。而处于上游的中

国,规划在青藏高原实施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则被印度指责利

用跨界河流上游的优势,将水资源作为对付处于下游印度的

武器[ 12]。印度 NRLP 计划在没有和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

面开发布拉马普特拉河,这将使得届时中国开发雅鲁藏布江

时对印度的水利工程的运作带来影响, 缺乏水资源问题的沟

通与合作将使中印关系更加复杂。

4. 3  生态环境问题
大规模调水还会造成长期的生态环境影响[13]。一些环

保人士认为 NRLP的实施可能会引起生态系统退化 ,仅半岛

水系的连接将使得 50 000 hm2 的森林被淹没。更重要的是,

该计划还可能导致: 密集的灌溉水涝和盐碱化; 高污染的河

流灾难性地蔓延到干旱区和沙漠; 8 000 km2 的土地和数以

千计的村庄和城镇受到影响, 预计需搬迁 300 万人[ 14]。此

外, NRLP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也会造成影响。例如, 孟

加拉国 85%的用水取之帕布纳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, 而印度

计划从孟加拉国这两大河流截留 10% ~ 20%的水资源输往

印度南部和东部缺水地区,这将危及到孟加拉国 1 亿人的生

存,而且会导致其生态失衡 ,大片地区因缺水而沙漠化和盐

碱化, 给孟加拉国的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后

果[ 15]。孟加拉国批评 NRLP 将使一些资源永久丧失, 工程

会改变许多河流的基本特征, 河流干涸,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

坏,数十万人流离失所, 间接影响到下游渔业发展、渔民生计

和地下水补给,造成国际关系紧张[ 16]。

5  结语

印度 NRLP计划能缓解或解决缺水地区城市和工农业

用水问题,但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却带来一些负面影

响。展望 NRLP的未来, 印度不但需要提高工程技术, 节约

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成本, 充分做好项目的评估分析工作,

发挥低成本的项目作用,而且要加强与邻国友好合作, 联合

开发、治理和利用跨界河流, 从合作中减少纷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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